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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与实践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策略研究
宋剑英　李祖鹏

（广州城建职业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0）

摘要：南粤古驿道沿线分布着大量传统村落，是广东历史发

展的缩影，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载体。南粤古驿道沿线

古村落不仅仅是珍贵的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振兴建设重点，但是

目前这些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工作却进展不顺，影响了南粤古驿道

文化振兴与发展。本文以南粤古驿道沿线的钱岗古村为例，分析

了该村落当前保护与发展现状，提出了要构建古村落与古驿道整

体开发方案；加快古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步伐；构建“古驿道文化

+ 旅游”协同发展模式；完善古村落惠民政策等策略，进一步推

动钱岗古村保护与活化工作，提升村民生活幸福指数，让南粤古

驿道文化焕发出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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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粤古驿道是古代广东省境内用于官方文书传递、物资运送、

人员往来的重要通道，见证了广东村落的兴衰，也见证了广东古

村落经济、文化发展足迹。随着广东省城市化进程加快，南粤古

驿道沿线村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部分古村落建筑被破坏、

民俗文化也遭到了一定破坏，这给南粤古驿道古村落保护与活化

造成了一些阻碍。南粤古驿站村落保护与发展涵盖了城乡规划、

建筑学、地理学和旅游学等领路，需要各级政府、村集体和村民

的配合，构建协同发展格局，在保护古驿道传统村落建筑、文化

和习俗的基础上，打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弘扬历史悠久的

南粤古驿道文化，让沿线传统村落转化为“旅游胜地”，促进其

经济发展。

一、南粤古驿道沿线钱岗古村保护与发展现状

（一）产业结构现状

钱岗古村是南粤古驿道沿线最具特色的村落之一，历史悠久，

始建于宋代，距今已经有八百多年历史，是远近闻名的古村落。

钱岗古村以农业为主，其中“糯米糍”荔枝是最具特色的水果，

是村民主要收入来源，村内开设了农产品加工坊，产业结构比较

单一，农产品附加值比较低，农业收入也要低于周边村落。近几

年来，政府大力保护和推广南粤古驿道文化，为钱岗村吸引力一

大批游客，推动了该村旅游产业发展，但是由于旅游产业淡旺季

明显，前钱岗村仍旧以农业为主，产业结构有待优化。

（二）文化遗产保护状况

随着南粤古驿道文物保护工作的推进去，钱岗村核心区域内

的广裕祠、陆炜故居等文物保护单位得到了较为拓展的修缮，但

是核心区域以外的古建筑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文化遗产保

护现状不容乐观。由于岭南地区气候潮湿，部分木质建筑由于年

久失修，出现了坍塌、断裂等情况；部分建筑外墙和主体结构受

到外力破坏，文物修缮工作难度比较高。钱岗村内文化遗产保护

主要有政府来承担，没有动员村民参与其中，缺乏系统性文化保护、

修缮制度，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模式有待优化。

（三）资源活化利用情况

为了进一步开发钱岗村文化资源，提出了广裕祠、陆炜故居

等旅游景点，还开办了农家乐，但是由于推广渠道比较单一、旅

游项目单调等因素的影响，钱岗村文化、旅游资源利用率并不高，

产业发展比较缓慢。例如钱岗村对从化古驿道钱岗段关注度不高，

没有把古村落旅游项目和古驿道项目衔接起来，也忽略了对古驿

道历史典故和民俗文化等进行挖掘，不利于提升钱岗古村知名度。

村委会忽略了保护当地特色掷彩门、添丁上灯、客家舞狮等民俗

活动，影响了南粤古驿道文化保护与传播，影响了钱岗古村资源

活化利用率。

二、南粤古驿道沿线钱岗古村发展现状分析

（一）村落内动力不足

钱岗古村人口老龄化明显，青壮年大都外出务工，导致村内

缺乏劳动力和青年人才，影响了村内古驿道旅游文化资源的开发

与运用，这也是影响前岗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钱岗村由

于缺少青年人才，大部分村民仍然以种地为生，无法对村内特色

古驿道文化资源进行开发和保护，对土地资源、农业资源依赖性

比较强，很容易造成资源浪费，影响了经济发展。此外，由于钱

岗村产业结构单一，无法吸引优秀企业前来投资，缺少文物修缮

和保护资金，影响了村内古建筑的修缮工作的开展，影响了村内

古驿道文物保护工作开展，不利于“文旅融合”模式发展。

（二）古村产业结构相对单一

钱岗古村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受天气、农作物产量和市场

价格波动影响，村民经济收入并不稳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往

珠三角地区务工，导致当地出现“用工荒”问题，也影响了当地

旅游、电商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例如村内农家乐以老年人为主要

劳动力，主要运用传统方式来招揽游客，缺少精通新媒体和互联

网运营的青年人才，影响了钱岗村旅游产业发展。近几年来，钱

岗村虽然在发展旅游产业，但是旅游和餐饮、文化等产业衔接不

太紧密，没有凸显南粤古驿道旅游特色，对游客缺乏吸引力，村

民经济收益增长比较缓慢。

（三）各部门缺乏协调机制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的保护与活化工作需要地方政府、

村委会、开发商和村民的配合，但是钱岗村缺乏多部门协调工作

机制，利益分配制度不太完善，影响了村落发展。近几年中，钱

岗村也吸引了一些开发商前来投资，但是由于村委会、开发商和

存棉之间缺乏良好沟通和合作机制，各方对利益分配不太满意，

导致投资失败，不仅影响了钱岗村文化资源保护个星座，还打击

了村民参与村落文化遗产保护、村集体经济建设工作的积极性，

不利于前岗村可持续发展。

（四）村民参与积极性不高

村落是村民赖以维生的生活空间、生产空间，村民应该是村

落开发与保护工作的主体。但是当地政府在钱岗村招商引资工作

中却忽略了村民主体地位，以开发商意见为主，没有及时帮助村

民解决村民房屋租赁、土地资源补偿方案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村

民参与村落保护工作的积极性。钱岗村在土地资源和旅游资源开

发过程中，没有及时组织村民代表与开发商进行沟通，在发展过

程中对村内核心区域内古建筑造成了一定破坏，却没有及时给予

村民赔偿，激起了村民对开发项目的方案，不利于村落经济和文

化产业长远发展。

三、南粤古驿道沿线钱岗古村保护与发展策略

（一）构建整体性发展框架，促进整体发展

南粤古驿道与沿线传统村落是一个有机整体，是相辅相成的

关系。政府在开发沿线传统村落文化与旅游资源时，要秉持整体性、

统一性发展理念，尊重古驿道和村落之间的空间联系，构建整体

性发展方案，同时还要把握各个村落之间的联系，打造全新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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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链，既要保证古驿道古建筑得到很好的保护，又要促进钱岗村

经济发展，促进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工作协调发展。首先，政府

要明确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工作的各方责任，构

建以政府为主导，开发商和村委会为管理方的工作模式，成立古

驿道传统村落管理委员会，明确开发商、村民和村委会各自职责。

委员会负责对村落各类古建筑、文物等进行保护，监督文物管理

和修缮工作的开展，监督开发商开发行为，避免开发商对文物造

成破坏，维护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其次，政府规划部门要明确

钱岗村生态保护区域、古建筑保护区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等，

明确各类资源开发和保护红线，密切关注开发商工作，依法保护

耕地资源和文化遗产。例如规划部门要督促开发商对钱岗村周边

进行绿化，提升南粤古驿道沿线村落生态环境质量，结合周边文

化遗产风格进行园林设计，进一步提升传统村落文化品位，给游

客留下良好印象，从而促进南粤古驿道和沿线村落整体开发工作

发展。

（二）深挖村落传统文化，增强活化动力

传统文化是传统村落的精髓，南粤古驿道文化则是广东文化

的杰出代表之一，因此，我们在传统村落开发与活化工作中，要

进一步深挖沿线村落独特传统文化、习俗和民间艺术等元素，打

造独树一帜的南粤古驿道传统村落文化品牌，从而提升钱岗村在

旅游市场竞争力。第一，政府部门要成立南粤古驿道文化保护部门，

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沿线传统村落进行调研，深入挖掘这些村落文

化内涵，设立南粤古驿道文化馆、传统村落历史馆等，让更多当

地年轻人了解家乡历史，让他们积极投身家乡经济与文化建设，

留住这些青年人才，满足当地人才需求。例如政府可以开办非遗

文化培训班，邀请当地非遗文化传承人担任师傅，免费对当地群

众开放，吸引更多年轻人学习非遗文化，例如过学习粤剧私伙局、

添丁上灯等传统仪式，让这些年轻学员参与当地特色民俗文化项

目表演，打造个性化南粤古驿道非遗文化表演活动，吸引更多游客。

第二，村委会要积极与文创公司合作，还可以创办民宿，结合钱

岗村特色宋古文化，推出团扇、刺绣和汉服等特色产品，并把带

有村落特色的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包装、民宿室内设计中，加深游

客对钱岗村影响，快速打响钱岗村品牌，增强南粤古驿道沿线传

统村落文化活力，增加村民收入。

（三）促进产业协同发展，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钱岗村要充分发挥自身自然资源和文化优势，构建“文化 +

古村观光游览”“休闲康养 + 户外体育”和“特色农业体验”模式，

凸显南粤古驿道传统村落特色，在旅游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进

一步增加村民经济收入。首先，政府部门要和开发商要合理规划

古村旅游线路，把村内广裕祠各个旅游景点串联起来，在村内核

心区域创办南粤古驿道文化馆，利用 VR 技术展现整个钱岗村景观，

让游客在虚拟情境中体验宋古文化，打造特色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例如开发商可以组织村民在景区内进行村落文化表演活动，让村

民展示独具特色的粤剧、客家民歌等，让游客体验“诗书开越，

忠孝传家”的钱岗民风。其次，村委会可以积极成立农业合作社，

大力推广“糯米糍”荔枝，邀请农业专家传授荔枝种植技术，在

荔枝收获季节组织采摘节，酿制荔枝酒，把荔枝采摘、荔枝酒品

鉴和特色景点联系在一起，推广钱岗村落特色美食，让更多游客

了解南粤古驿道文化，推广钱岗村旅游项目。政府要积极构建产

业协同发展模式，为传统村落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吸引农村

青年回乡工作、创业，促进乡村第三产业发展，进一步扩大南粤

古驿道文化影响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推进多部门协同工作，构建协同发展格局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工作离不开地方政府、

开发商、村民和村委会的配合，因此钱岗村要积极构建多部门联

合工作模式，在保护村落文化遗产、古建筑的基础上，科学开发

非遗文化资源，进一步促进村落经济发展。第一，政府要尊重村

民主体地位，明确农业合作社管理责任，制定村民代表选拔制度，

设立村民管理制度，让他们监督农业合作社经营与管理，维护全

体村民合法权益。例如政府部门要组织村委会、村民代表和开发

商举办座谈会，让他们共同商定农业合作社经营范围、旅游线路、

民宿经营项目等，共同确定村落发展方向，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第二，政府要与开发商之间要建立良好沟通机制，明确双方权利

和义务，对开发商经营范围、经营项目和文化遗产保护等进行监督，

接受全体村民的监督，从而规范企业经营模式，促进钱岗村经济

健康发展。此外，政府部门和村委会还要成立专门的文物修缮部门，

对钱岗村内古驿到进行修护，对破损的石块、建筑物外墙等进行

修复，还是以在古驿到周边开设绿化带，构建传统村落协同发展

模式。

（五）出台古村落惠民政策，增强参与积极性

第一，地方政府要立足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经济发展特

点，出台一系列惠民政策，例如牵头为钱岗村联系开发商、高校，

为农村提供充足的发展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而推动特色农业和文

旅融合产业发展。例如政府可以邀请一些旅游类企业前来钱岗村

参观，介绍当地南粤古驿道文化、从化古驿道和钱岗村特色文物

单位，让这些开发商看到钱岗村的独特的商机，引进优质民俗、

文旅项目，既可以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又可以增加农民收

入，实现南粤古驿道传统文化和村落发展的双赢。第二，政府与

开发商在对钱岗村资源进行开发过程中要听取村民意见，例如向

村民公布文旅融合项目技术书、特色荔枝栽培观光项目、康养旅

游项目等，鼓励村民积极建言献策，让他们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

村委会更要听取民意，让村民民主选举代表，让这些代表参与古

驿道管理委员会、农业合作社和开发商监管工作，真正激发村民

参与传统村落保护与开发工作的积极性，打造生态宜居、生活富

足的新农村。

四、结语

南粤古驿道沿线传统村落保护与活化工作是广东省乡村振兴

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东省非遗文化保护的重要内容。各

级政府要重视南粤古驿道保护和发展，推动南粤古道沿线传统村

落可持续发展，深挖传统村落文化魅力，促进第三产业发展，构

建特色农业种植与旅游观光、医养行业融合发展模式，为村民创

造更多就业岗位，让南粤古驿道文化代代传承，促进传统村落重

新崛起，打造魅力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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